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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 2004 年至 2010 年 21 县市的面板研究验证在县市水平上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

感的动态关系。多元多层增长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 在县市水平上平均家庭收入与平均生活满意感有

显著正相关, 初始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增长速度呈现负相关, 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与生活满意感增

长速度呈现负相关。最后指出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该研究对提升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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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心理学界一直有学者在探讨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个体的幸福感 (Diener & 
Seligman, 2004), 研究发现 , 与其他事物相比 , 
人们很难准确预测究竟是什么会使他们感到幸

福或者感到不幸福(e.g., Wilson et al., 2000), 比
如有研究发现捐钱给别人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

幸福感(Dunn et al., 2008)。尽管研究者从许多不

同的方向来研究幸福感, 但对于幸福感的测量不

是基于整体或部分时间影响下的正面或负面作

用 , 就是基于对于个体生活的回顾式认知评价

(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 Kahneman & 
Krueger, 2006)。从这个角度出发 , 可以认为

Happiness 和 Subjective Well-Being 可互换使用, 
这二者都是把个体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而对幸

福感所作的认知评价(DeVoe & Pfeffer, 2009)。主

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积极

情绪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 , Diener (1984) 定义

SWB 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所作的整体性评估, 一般衡量 SWB 主要从三个

维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感来进行, 
其中生活满意感作为一项认知因素, 是 SWB 的

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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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幸福感的纵向研究中, 一个非常重要

的研究问题就是是否更高的收入或者收入的增

加与幸福感显著相关 (Kahneman et al., 2006; 
Layard, 2005; Stevenson & Wolfers, 2008)。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 一般可分为在个体水平上和在社会

水平上两类研究, 但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 幸
福感和收入增加之间关系的强度随着研究和样

本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个体水平上, 有研究者

在实验室研究中发现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

预期的那样比控制组更幸福 (Brickman et al., 
1978),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意外之财的获得使个

体有更高的幸福感(Gardner & Oswald, 2001)。在

一项为期 10 年的纵向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收入

上下波动在半个标准差的个体在幸福感水平上

没有显著差异(Diener, 1999)。也有研究发现个体

在更低水平收入情况下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要

强于在更高收入水平情况下二者的关系(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在社会水平上的研究中, 著名的 Easterlin 假

设认为在社会水平上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增加相

应在社会水平上的幸福感 (Easterlin, 1995)。
Diener 和 Suh (1997) 根据 1946 年至 1990 年对美

国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数据发现, 在收入急剧增长

的情况下美国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仍然保持不变。

但一直有研究试图挑战 Easterlin 假设, Frijters 等
人(2004)发现对比原东德和西德在统一后城乡居

民收入和生活满意感之间的关系, 发现随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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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 生活满意感也在增加, 虽然原东德居民

比原西德居民的生活满意感要低, 但统一后一直

处于上升的趋势 , 后统计显示约 35%~40%生

活满意感的增加可归因为收入的大幅增加。

Easterlin 本人在 2005 年对此提出反驳, 他指出在

美国以及另外的六个国家所进行的研究都支持

他此前对二者关系的假设。但有研究发现二者的

关系在发达国家较弱, 在发展中国家较强(Kenny, 
2005), Veenhoven 和 Hagerty (2006)根据美国及 12
个发展中国家 1946~2004 年的追踪数据支持了此

观点。也有研究者对比秘鲁中部相对贫困地区的

城乡居民, 发现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生

活满意感更高(Copestake et al., 2009)。在对日本

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 有研究者指出当今日本居

民的幸福感是与收入显著相关的, 同时收入的增

长速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Suzuki, 2009)。以上

诸多研究反驳了 Easterlin 假设, 发现在社会水平

上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是稳定一致存在的, 
同时也如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 收入是幸福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变量(Caporale et al., 2009)。
从长期来看, 幸福感的增加是适度但却是显著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二者

的关系呈现曲线状, 即在较低生活水平下的收入

增加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但当收入持续增加时

幸福感的增加会趋于平稳(Brockmann, 2009)。 
总体而言, 关于收入与幸福感二者关系的纵

向研究并不充分, 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急需发展

的一个方向(Diener & Seligman, 2004), 目前在国

内 , 针对二者关系进行的纵向研究更是非常稀

缺。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已有研究者指出伴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城乡居民幸福感

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Wong et al., 2006)。也有研

究者提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中

存在一种特殊模式：“幸福感货币化”, 即在这类

国家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满意度

(Brockmann et al., 2009), 二者关系的相关程度要

强于发达国家居民的情况。本研究通过 2004 年

~2010年对中国某省 21个县市的持续追踪调查所

得的数据进行社会水平(县市水平)上二者关系的

面板研究, 对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随时间发生

变化的关系进行检验。基于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

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Diener & Biswas- 
Diener, 2002; Hill, 2004; Kahneman et al., 2006), 

本文提出假设 6 年中平均家庭收入与平均生活满

意感存在正相关。进而, Diener 和 Biswas- Diener 
(2002) 指出在个体水平上发现只有当个体收入

的增长是缓慢且稳定的时候, 个体幸福感才会出

现增加, 本文假设在县市水平上收入与生活满意

感的增长变化关系呈现负相关, 同时假设生活满

意感的增加速度也与 初的收入水平呈现负相

关, 后探讨城市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感在 6 年

中的变化情况。 

2 方法 
2.1 样本 

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预警课题

组从 2004 年到 2010 年(2006 年没有数据)共 6 年

的城乡居民社会 度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选取其

中某省所追踪的 21 个县市为研究样本, 该省的

人均收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在调查

期间有升有降, 总体排名稳定在第 21 位至第 31
位之间。其中 2004 年调查 1511 人, 男性 938 人, 
女性 555 人, 平均年龄 36.96±11.82 岁, 18 人缺失

信息。2005 年调查 1254 人, 男性 745 人, 女性

506 人, 平均年龄 37.97±11.69 岁, 3 人缺失信息。

2007 年调查 840 人, 男性 505 人, 女性 334 人, 平
均年龄 38.04±11.60 岁, 1 人缺失信息。2008 年调

查 1264 人, 男性 774 人, 女性 487 人, 平均年龄

38.37±10.96 岁, 3 人缺失信息。2009 年调查 1243
人, 男性 741 人, 女性 496 人, 平均年龄 38.91± 
11.64 岁, 6 人缺失信息。2010 年调查 1281 人, 男
性 753 人, 女性 523 人, 平均年龄 39.15±11.17 岁, 
5 人缺失信息。 
2.2 变量测量 

生活满意感   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社会预警课题组所编制的城乡居民社会 度调

查问卷, 要求被调查者自我报告对于目前生活状

况的总体评价 , 条目表述为“总体而言 , 你对目

前的生活状况的评价是”。采用 Likert 5 点自评量

表(1 代表“非常不满意”, 5 代表“非常满意”, 3 代

表“不确定”)。采用单题项测量在幸福学研究中比

较普遍(Lyubomirsky et al., 2005), 近也有研究

证明类似的单题项测量对于在幸福学领域内的

研究而言信度可达到 0.86, 结构效度可达到 0.69 
(Abdel-Khalek, 2006)。 

家庭收入   要求被调查者自我报告去年其

全家全年的现金收入的情况, 一般精确到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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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调查员进行入户调查前均经过培训, 要求调

查员在进行调查前做好耐心说明工作, 以打消被

调查者的顾虑。 

3 结果 
数据分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HLM 常常用于对具有嵌

套特征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进行纵向分析时, 一
般考虑个体的时变特征嵌套于个体本身。面板研

究作为纵向研究的一种, 是指同一时间内有系统

的观察不同时间组或不同群体分类的样本, 在未

来不同时间点里对不同研究变量上的变化所进

行的研究类型(Cattell et al., 1998)。考虑 2004~ 
2010 年的面板数据, 在进行 HLM 分析时, 建立 

多元多层增长模型以检验生活满意感和家庭收

入在 6 年间变化的动 关系。多元多层增长模型

属于多层线性模型中的一种, 主要用于因变量多

于一个的情况下同时考虑个体多种特征随时间

发展变化趋势的检验(MacCallum et al., 1997), 在
本研究中, 层次一对应生活满意感和家庭收入设

定两个不同虚拟变量; 层次二建立描述时间的变

量, 本研究设定 2004 年为 0, 2005 年为 1, 以此类

推; 层次三为个体水平, 设定 21 个县市的城乡属

性。统计分析软件为 HLM 6.06。 
描述性统计量可见表 1, 展示 2004~2010 年

历年生活满意感和家庭收入的相关系数以及平

均值和标准差。 

表 1 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Variabl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M SD 

1 收入 04 —            11016.80 3125.50
2 生活满意感 04 0.16** —           3.12 0.43 
3 收入 05   —          12356.66 5464.14
4 生活满意感 05   0.20** —         3.17 0.33 
5 收入 07     —        15987.24 7969.37
6 生活满意感 07     0.15** —       3.32 0.21 
7 收入 08       —      18946.76 10634.19
8 生活满意感 08       0.12** —     3.10 0.45 
9 收入 09         —    23705.68 6836.34
10 生活满意感 09         0.05** —   3.24 0.27 
11 收入 10           —  29464.07 10903.84
12 生活满意感 10           0.01 — 3.37 0.31 

注：** p<0.01 

表 2  M0 和 M1 的多元多层增长模型检验 

               Coefficient     SE       p 

M0： 
   收入          9346.16     0.06     0.000 
   生活满意感     3.17       0.03     0.000 
M1： 
   收入 
       r10        4800.74    0.11     0.000 
       r11        1818.17    0.04     0.000 
   生活满意感 
       r20        3.15       0.05     0.000  
       r21        0.04       0.02     0.036  

 
对于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动 关系检

验, 分别建立无条件零模型(M0)、无条件增长模

型(M1)、增长模型(M2)三种模型进行检验。其中, 
无条件零模型在多元多层增长模型检验中的基

础, 用来近似估计每个因变量个体之间变异占总

变异的比率。M0 与 M1 的检验结果见表 2。 
M0 的检验结果对应的参数部分分别为收入

和生活满意感 6 次测量平均值的估计值, 表示 6
年内各县市平均家庭年收入为 9326.16 元, 生活

满意感平均为 3.17(5点量表), 无条件零模型的检

验结果显著, 表示所追踪的 21 县市在生活满意

感和家庭收入方面在六年间存在显著差异, 满足

进行多元多层增长模型建立并检验的前提条件。

M1 模型的检验结果表示家庭收入从 2004 年开始

每年增加幅度为 1818.17 元, 生活满意感六年间

也有显著增加(在 0.05 水平上显著), 增加幅度为

0.04。在生活满意感和家庭收入都出现显著增长

的情况下, 进一步考虑二者变化的关系, 根据相

关矩阵显示, M0 的增长变化相关系数为 0.18, 表
示两个因变量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感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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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 M1 中收入截距项和生活满意感斜率项

之间存在负相关(-0.88), 表示初始家庭收入较高

的县市, 生活满意感增加较慢; 初始家庭收入较

低的县市, 生活满意感增加较快。二者斜率项之

间存在负相关(-0.09)表示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与

生活满意感的增加速度呈现负相关, 即家庭收入

增加较快的县市, 表现出生活满意感的增加速度

较慢; 家庭收入增加较慢的县市, 表现出生活满

意感的增加速度较快。在 M2 中增加城乡变量, 考
察是否在 6 年间生活满意感和家庭收入的变化存

在城乡差异, 结果见表 3。 

表 3 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 6 年变化的城乡差异 

 Coefficient SE p 

M2：    
收入    

r100 6389.14 0.22 0.000 
r101 -2085.03 0.26 0.000 

time    
r110 2404.64 0.08 0.000 
r111 -769.72 0.09 0.000 

生活满意感    
r200 3.05 0.11 0.000 
r201 0.15 0.13 0.274 

time    
r220 0.09 0.04 0.011 
r221 -0.06 0.04 0.131 

 
由表 3 可以看出, 2004 年家庭收入的城乡差

距显著, 其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

要多 2085.03 元 , 至 2010 年城乡差距缩小为

769.72 元。生活满意感方面, 2004 年农村居民的

生活满意感比城市居民生活满意感要高 0.15, 但
这种差距并不显著。至 2010 年城市居民要比农

村居民生活满意感高 0.06, 差距也不显著。 

4 讨论 
本文的研究检验了家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

二者之间从 2004 至 2010 年六年间的动 关系, 
检验结果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在县市水平上家

庭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虽
然相关系数并不高(r=0.18)。在家庭收入出现增长

的情况下, 生活满意感也在增加, 但二者的增长

变化情况和增长速度却呈现负相关。初始收入较

高的县市, 生活满意感增加较缓慢, 初始收入较

低的县市, 生活满意感增加较快, 这说明在纵向

比较下, 初始收入水平的高低, 对于幸福感提升

有一定影响, 即如果初始收入水平较低, 较容易

提升幸福感, 这与有研究者提出收入与幸福感在

更低收入水平下二者关系更强的发现相一致

(Suhail & Chaudhry, 2004)。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

增长速度存在负相关, 说明收入的增加与幸福感

的增加是不成比例的 , 可能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 
即随着钱越挣越多, 但随之幸福感却没有相应增

加那么多。这与 Diener 和 Biswas-Diener (2002)
在个体水平上的研究较为一致, 更为消极的影响

也存在, 已有研究者发现当个体收入的增加速度

过快时反而会降低幸福感(Diener et al., 1993)。 
当收入水平较低时, 收入用来满足基本的生

活所需,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收入与生活满意感的

关系较强, 即当收入增加时, 生活满意感的增加

呈现较快的趋势。但当收入已经超过基本生活所

需以后, 个体额外的物质需求会随着社会生活水

平及个体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从而

伴随收入增加而产生的生活满意感会呈现增加

缓慢甚至逐步下降的趋势 (North et al., 2008; 
Drakopoulos, 2008)。同时 , 当收入增加过快时 , 
会导致个体改变其生活状况来应对收入的巨大

改变(例如, 搬家、换工作等), 相应出现朋友的流

失以及现存社会关系的改变等情况, 这些人际关

系方面的影响会导致本应增加的幸福感有所降

低。另一方面, 收入的快速增加会改变个体对周

围环境及相关事务的 度, 意愿与现实出现更多

差异性 , 这也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 (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从而出现收入增加越快 , 
幸福感增加变慢的趋势。Binswanger (2006) 对此

提出另一种解释, 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对幸福感

的解释不同且没有把幸福感解释 大化导致的 , 
例如工作减少从而有更多休闲时间也应归为幸

福感的增加。 
本文的研究与早期有关幸福感不会发生改

变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Brickman & Campbell, 
1971), 根据六年的面板数据所得, 验证家庭收入

的增加与生活满意感的变化有显著相关, 这也同

时加强了理论上关于“幸福感可以发生改变”观点

的解释(Lucas, 2007)。同时作为一次整合个体水

平变量在县市水平上的探讨, 在近几年西方学者

挑战 Easterlin 假设之后, 就我国国情下二者的动

关系再次验证了 Easterlin 假设的局限, 即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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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平上的家庭收入初始水平较低且增长速度

较慢的情况下, 县市水平上的生活满意感也会出

现增加。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所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方法一般不易将被调

查者的元认知能力、自我反省能力和言语表达能

力区分开来, 易产生自我增量效度(self-generated 
validity), 从而影响测量结果。另外, 使用单题项

测量生活满意感会出现不能象多题项测量一样

反映整体测量结构的情况, 尽管 近的研究已经

发现在幸福感领域使用单题项测量有很好的信

度和效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局限会减少统计

效力, 也容易导致在对先前研究进行再检验时的

失误。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在幸福感的测量方面

应该增加更多方面的测量。 后, 研究所用的数

据来源是选自同一个省的不同县市, 考虑中国不

同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 未来的研究可以

选取不同省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市进行  
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2004~2010 年城乡的收入差距

呈现显著缩小的趋势, 但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满

意感的差距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虽然结果并

不显著。在许多经历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中, 都发

现存在绝对收入显著增加, 但相对收入却出现下

降的情况(Ravallion & Chen, 2007), 在中国以“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现阶段 , 构建和

谐社会, 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 更要关注人民大

众的切身感受, 而贫富差距过大则会通过社会比

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影响其

幸福感(李静, 郭永玉, 2007)。另一方面, 在中国

持续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城乡居民的收入

有了显著提高, 如何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有效提升

民众的幸福感, 特别在政府制定提高人民整体幸

福感的相关政策方面,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提供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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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a Panel Study about 21 Cities and Counties 

from 2004 to 2010 
ZHENG Yu1,2; ZHAO Na1,2; WANG Er-Ping1 

( 1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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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nel study examine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21 cities and counties from 2004 to 2010.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multilevel growth models indicated 
that average incom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average life satisfaction at county level.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origin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growth. In addition,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verage income rate of growth and average life satisfaction rate of growth.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concerning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eneral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ent years. 
Key words: family income; life satisfaction; panel study 
 


